
合同章启用通知(通用7篇)
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报告
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报告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的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

哈尔滨政府工作报告篇一

假期里，妈妈就逼着我到哈尔滨去旅游。对于一个从小在江
南长大的小孩而言，让他冬天去哈尔滨有些残忍，但妈妈说，
在严寒的季节去旅游是勇士的行为。刚出机场，扑面而来的
是凛冽的寒风和漫天的大雪。雪花不是我想像中的大片大片
的六角形，而是像老天双手捧把白沙子往大地上撒，怎么撒
都撒不完。我出生到现在，从没见过那么多的厚厚的雪，踩
在脚下“吱吱”直响。房顶是白的，树是白的，路是白的，
汽车也是白的。路上的行人个个穿得像北极熊，当然我就更
像了。我们的第一站是太阳岛。太阳岛上到处都是来自世界
各国的艺术家们创作的雪雕作品，有动物、植物、人物、建
筑等，都雕刻得很逼真，听说要到二月底才融化呢。冬天的
太阳岛简直是雪的宫殿。夜幕降临时，我们到兆麟公园看冰
灯和冰雕。它们晶莹剔透，明亮无比，在灯光下发出五光十
色的光芒。更为奇特的是，这次冰灯展居然把《三国演义》
《西游记》《红楼梦》中的部分人物和房屋都雕刻出来了，
加上五彩的灯光，显得栩栩如生。

最有趣的要数冰滑梯了。我拿了一块草垫坐上去，紧紧地拉
住草垫上的把手，闭上眼睛就滑了下去。半路上身体连转几
个圈，最后一滑到底，有三四十米长呢，真是刺激!妈妈让我
摆好样子拍照，我刚摘下口罩和帽子，凛冽的寒风就一个劲
地往我脖子里钻，眼睛都冻得睁不开。不到半分钟，我的头
发上、眉毛上、眼睫毛上都挂上了霜，连鼻子里都结了霜，



摘下手套的手一会儿就冻得麻木了。尽管我穿上了厚厚的雪
地靴，但还是冻得直跺脚。哈尔滨的冬天是我连哭都不敢哭
的季节。妈妈说，如果把头发打湿，弄成你想要的发型，站
在外面十分钟，肯定比发型店的效果好。这次哈尔滨之行，
我终于体验到什么叫风如刀割了。

哈尔滨政府工作报告篇二

在农历新的一年到来，我们就将迎来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一个
传统节日春节。你知道哈尔滨春节的习俗吗?下面本站小编精
心整理了哈尔滨春节的习俗的相关资料，希望可以帮到你!

扫尘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 ，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
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
“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
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
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
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
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
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

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
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
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
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
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
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
《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述。



贴窗花和倒贴“福”字

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
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
一体。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
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其
为“窗花”。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
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

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
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
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
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
和祝愿，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
到”“福气已到”。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
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
祥等。

松花江冬泳场

白天可以去松花江冬泳场观看国际冬泳邀请赛，为运动健儿
们加油喝彩吧。

冰雪欢乐谷来冰雪欢乐谷你就尽情地玩吧，冰上碰碰车、冰
上气垫船、雪地摩托、儿童冰上自行车……新奇而又刺激!

太阳岛雪雕游园会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冰雪节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最有吸引力的还是哈尔滨冰雪大
世界。这里于20xx年1月5日正式开园。园内冰雕千姿百态，
错落有致，有的像水晶玛瑙，有的晶莹剔透色彩缤纷，光彩
夺目好像进入了天宫仙境，又好像进入了海底龙宫。多麽美



丽的冰雕世界啊!

哈尔滨年货大集

春节是我国节庆活动中最为隆重、最为喜庆的传统节日，中
国人素有集中采购年货的习俗。春节前夕，是众多单位和广
大市民在忙碌了一年后消费最大、消费最为集中的时节，为
满足哈市大型企业单位节前采购福利、市民集中购置年货的
需求，举办“春年货展销会”推动哈市新春年货产业健康发
展。预计将有10个行业130多家商户参展，涉及糖果饼干、酒
水、春节用品、地方土特产、日用品、服饰、家用电器、艺
术工艺品等，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提供更全面、更完善的
“一站式”服务。

展览地点：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a厅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内有长达300米冰滑梯，堪称中国之最，
让游客在这里体验冰雪游乐的惊险与刺激。

哈尔滨政府工作报告篇三

前一次实习刚结束没有多久，我们又有幸在我们学院老师的
带领在来到了的哈尔滨电机厂进行参观实习。实习中，使我
能有机会接触到专业中的那些“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大
型设备，能了解到理论与实际操作的不同，了解到了目前工
业水平的现状，收获颇多，感触也颇多。

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始建于1951年，国家一级企业，
原名哈尔滨电机厂，1994年10月改组为股份制企业。经过50
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我国生产大、中型发电设备、大中型
交直流电机及配套控制设备的重点骨干企业。哈电的产品遍



布全国各地，生产的水轮发电机约占国产水电机组总装机容
量的1/2，汽轮发电机约占国产汽轮发电机总装机容量的1/3。
哈电拥有自主研发、设计、制造能力。哈电的主导产品有：
水轮机、水轮发电机、汽轮发电机、电站主机配套的控制设
备和大中型交直流电机共6大类。

哈电曾创造了我国发电设备制造史上的多个“第一”，如自
主开发成功制造了新中国第一台水轮发电机组；成功开发的
葛洲坝125兆瓦水轮发电机组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和第一
枚国家级质量金牌奖；成功制造了第一台国产单机容量最大
的600兆瓦汽轮发电机；成功制造了我国最高水头混流式水轮
发电机组；成功制造了转轮直径居国内首位（直径8.3米）的
水轮发电机组；成功制造了我国最大的宝钢20xx热连轧机配
套电机，各项指标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哈电人抓住种种机遇，积极探索与国外企业
合作的途径和方式方法，从最初的来料加工、来图制造，到
联合设计，共同投标，合作生产，与国外大企业大公司平起
平坐，直至今天独立在国际市场承揽大型项目，走出了一条
由量变到质变的外向型经济的成功之路。至今，哈电已与德
国西门子公司、美国西屋公司、日本日立公司、法国阿尔斯
通公司、瑞士abb公司和挪威ge公司等12个国家30多家企业
建立了合作关系，产品行销加拿大、美国、巴基斯坦、日本、
伊朗等16个国家，为国外26座电站装备了107台机组。截
止20xx年底，累计创汇24857万美元。 1997年8月，哈电同法
国阿尔斯通公司、瑞士abb公司、挪威ken公司组成的联合体
共同承揽了世界上最大的8台三峡水电站水轮发电机组，为哈
电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

哈电坚持推行全面质量管理，认真贯彻落实iso9000质量管理
和质量保证系列标准，1994年获得由华信技术检验有限公司
颁发的《质量体系认证资格证书》。哈电还在国家的资助下，
建设实施了ci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利用先进的网



络技术来强化机构整合，提高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树立全
新的管理理念。

哈电现有员工6200余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700多人，博士、
硕士研究生50多人。拥有设备总量为3800余台，其中属于精
大稀的有309台，数控设备37台。现已形成年产5000兆瓦汽轮
发电机、2500兆瓦水轮发电机组和600兆瓦交直流电机的生产
能力。可以批量生产单机容量300兆瓦、600兆瓦的汽轮发电
机。

一直以来，书本上的知识总是以一副高姿态凌驾于实际之上，
课堂与实践脱节，而我也一直渴望能有这样的机会，能亲身
到现场，去了解工人师傅是如何操作机械的。真正到了现场，
才发现很多书本上的道理到了实际中我们并不一定能做出来，
有工艺的原因，也有材料的原因；而与此相反的，很多理论
不可行的东西，却能在师傅手中，凭借丰厚的经验和娴熟的
技巧给予以实现，不得不让人叹服。

实习中的另一个认识就是，我们国家的工艺水平比起欧美、
日本等发达国家来说，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人家的机床可以
做出来的东西，我们自己的机床却因为精度的原因而做不出
来，有时候还被迫得出高的离谱的价格去买人家的产品，这
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感慨的现实。我们国家现在还需要大量
的高技术人才，切切实实的从基层学科提高整个工业现代化
的水平，这才是当务重中之重。

哈尔滨政府工作报告篇四

哈尔滨是座美丽的城市，素有“共和国长子”、“冰
城”、“天鹅项下的珍珠”等美誉。现在就让我来给大家介
绍吧！

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是全世界最大的冰雕展，它的冰块都源
于哈尔滨的母亲河-------松花江。在冰雪大世界里，最好玩



的就是“冰滑梯”了，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玩了一次都会
想玩上第二次呢！

在哈尔滨的任何一个瀑布都会结成冰，再加上有一层皑皑白
雪覆盖住，就像天堂一样美丽！

来到哈尔滨当然也要滑雪，我去的是哈尔滨的亚布力地区滑
雪场，那里的雪不是人造雪，而是天然雪，想要滑雪，就要
先穿好“装备”，然后再坐缆车上去从最高处滑下来。在哈
尔滨，人们都称滑雪这项运动为“白色的鸦片”，一滑就上
瘾。可不是吗？我就滑了一次就上瘾了呢！

人们只知道钱塘江有一奇观，其哈尔滨就也有一奇观：那就
是只要一阵风一刮来，树上的雪飘落下来，近看像下了小雪，
而在远处看，就像树旁下了浓浓的雾，非常好看！

哈尔滨还有很多美丽的地方，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大家如果
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哈尔滨玩，因为只有去到了那里，它的
美才深深的打动了我。虽然还冷，可是你如果真的发现了它
的美，你就感觉不到寒冷了。

哈尔滨政府工作报告篇五

哈尔滨市在黑龙江省南部，松花江沿岸。为黑龙江省省会。
原为松花江边一个渔村，随铁路的发展而兴起，1932年设市。
人口为304万。是东北地区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之一。工业
以机械为主，有著名的哈尔滨电机厂和量具刃具厂。有哈尔
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大学等等的高级大学。有太阳岛、极乐
寺、东北烈士纪念塔等等的名胜古迹。每年元月5日举办“冰
雪节”，有“冰城”之称。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2月11日

经过两小时三十分钟，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到达了哈尔滨国



际机场。“哇，好美的景色啊！”房屋、树木、大地都银装
素裹，地面上像了一层白色的地毯。大地变成了一个粉状玉
砌的世界。我们住进了锦秀商务饭店。

2月12日

滑雪

早餐后我们赶赴20xx年冬奥会举办地——亚布力滑雪场。经
过三小时三十分钟的路程。

爸爸给我租了一套滑雪用具，我穿上连着滑雪板的黑色的滑
雪鞋，拿上黑色的滑雪杆。爸爸给我请了教练。教练告诉我
用滑雪杆用力往后推，就行了，我很快就学会了。接着，教
练带我向坡上走去，我走到半坡上，就开始向下滑，由于我
掌握不好平衡，就摔倒在了地上，我使劲用杆撑地面，想爬
起来，但因我的手没有力气，所以怎么也起不来，在教练的
帮助下终于站了起来，我又走到半坡上向下滑，就像这样反
复练习，我滑的时间越来越长，摔跤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渐
渐地滑得更好了。教练让我抓住上坡的电动缆绳，让缆绳把
我拉到坡顶上，我不敢，可我鼓起勇气和教练一起上去，到
上面，原来是教我如何从山上滑下来刹车。这动作是让脚变
成一个八字形，两脚用力往外蹬。第一差点摔下去，还好有
教练在帮我拉住。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都没有教
练的帮忙。后来我能自己上去了。爸爸还给我照了许许多多
的照片。

哈尔滨政府工作报告篇六

时间：11月25日——11月28日

地点：哈尔滨黄崖子，关东古巷，沈阳大奥莱



梦回兰西，寻根东北民俗村黄崖子

每一个东北人都一颗热爱这片土地的心，当然我也不例外。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色民俗村落如同雨后春笋般在东北各地
茁壮成长。黄崖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潮中应运而生。

黄崖子坐落于哈尔滨市兰西县。整个县城不大，沿着哈尔滨
一路北上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便可到达兰西县城。当我们到达
县城的时候当地的出租车司机用着东北人固有的豪爽热情接
待我们。说是去往黄崖子民俗村，20元的价格还算合理。

兰西位处松嫩平原深处，一望无际的平原几乎找不到山山水
水。在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地方建造一个民俗特色的村落实
属不易。据当地村长讲，这是政府号召兴建的，09年完成，
夏季旅游的人多的数不过来。冬天就萧条的很。看着满大街
就我们五个人着实有点荒凉的感觉。刚入村头三个鎏金大
字“黄崖子”便映入眼帘。让人刹那间仿佛回到了几十年以
前的老东北。

沿着整个村子南北走向三条笔直的街道。其中中间是正街。
走到正街先映入眼帘的是民风民俗简介石碑。上边雕刻着流
传在东北的那些民俗往事。在向南亦或是向北走去道路两侧
的院墙都被图成了暖黄色，在上午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更加
古朴，亲切。在墙根的地方，是东北地区特有的那些老故事。
老民俗，蒸豆包，剥玉米粒的梭子，文革时期抓偷青苗的干
部，下象棋的老者，掰腕子，结婚花轿应有尽有。一个个雕
刻活灵活现，仿佛让人们又回到了三十年以前。在村子的南
头是民俗博物馆，里面有着东北地区特有的民俗风情院落。
东北八大怪，满蒙，朝鲜，俄罗斯的语言变更。文革时期的
图片，东北话的翻译。东北人儿时的游戏。游走在民俗博物
馆让我这个东北人也是增长见识不少，很多民俗竟也是头一
次听说。

沿着原路向北走，便进入了号称豪宅的乔家大院，乔家大院



坐落于黄崖子村北。整个大院还原了解放前当地地主乔家的
院舍建筑，民风民俗。在一张一弛间尽显古时大户人家的奢
靡繁华。乔家大院设有炮楼，碾坊，磨坊，粮仓，正房，厢
房，南房，等级鲜明。时代感彰显无遗。沿乔家大院向东是
一处采摘园，这也是黄崖子村最出钱的地方。习惯城市车水
马龙的人们，在静下心来的时候走进民俗村，走进采摘园，
摘下些许水果，伴上稍许佳肴，在宁静的乡村夜晚享受着城
市之外的宁静致远，我想这就是民俗村发展之快的秘诀吧。

黄崖子于宁远城的意义

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它独到的地方，任何一个商业项目的存活
都有它存活的真理。黄崖子博物馆，乔家大院一南一北整个
哑铃式结构的村落让人们在不知不觉间便走遍了村子的每个
角落。核心的采摘园又给了人们一个停下来静享生活的私人
绿地，这就是它存活下来的理由。而我们宁远城可以借鉴的
正是这些小小的点。将不同的点放在商场不同的角落，让每
一个区域都不会成为死角。然后在有整个关东第一村这个核
心，它就是我们想要的意义。单就关东第一村来讲，我们这
里其实缺少的恰恰是灵魂式的物件。让人来到我们商场很简
单，一个理由就够了。而这个理由是什么？我想应该是我们
要思考的问题，这个理由就应该是这个东西我们有，别人是
没有的。可以是民俗的，也可以是历史的，也可以是人文的，
也可以是科技的。总之只要我们的魂找到了，我们关东第一
村就一定是会成功的。

现代气息下的关东古巷

历史总是神秘的，探访神秘又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并且人
造历史从来都我们中国人的强项，在商场里面建成成建制的
仿古建筑在加以文化引导，一个现代仿古综合体便应运而生，
扎堆的东北特色集于一体，对于不是特别愿意游走在不同的
民间小巷里寻找瑰宝的人来说是一种幸事，对于时间有限，
而亲朋又需要赠送礼物的时候。一个综合性的旅游特色集合



店便完全满足了人们旅游购物的满足感，关东古巷就是在这
样的一股大潮中应运而生。

关东古巷整体两层，楼上的大餐饮虽然装修豪华，但是顾客
寥寥，楼下小摊林立，顾客均趋之若鹜。原因无他，都是为
了购物，买点特色，看看文化，然后走人，实在赶到饭口便
吃上一碗。对于旅游时间宝贵的人应该不太想在一个饭店浪
费更多的旅游时间。

关东古巷第一层由两条街道组成，前街北区基本被各类民俗
小吃覆盖，前街南区是东北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图挣多少钱，
只图新鲜，奇特，让人有愿意留下驻足的欲望。一层后街基
本是民俗特产为主。一个个仿古小花车临墙而立。一年2万的
租金似乎还都能承受的住。在旅游大巴的带动下，关东古巷
的整体生意非常不错。这种模式相信将来会在更多的卖场里
实现。

关东古巷于宁远城

关东古巷存活下来的根本是有吃点，有看点，有客流。这三
点对于一个旅游城市来说非常重要。旅游大巴的消费占了关
东古巷的大头。那么我们宁远城将来必将也要走上一条与旅
行社合作的路。让大巴带着人来到我们的商场。来我们的商
场必然要有吃点，有看点。吃就是民俗小吃，各人更倾向于
当地的海产品，一个外地人不会无缘无故的走到另一个陌生
的城市，既然去了必然是想有所得。所以来兴城的人会吃一
点兴城的海鲜。会看一看古城。会寻找一点文化。东北文化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杂交文化。满族人，蒙族人，朝鲜人。甚
至望族灭种的契丹人。都是我们可以挖掘的对象。我们将这
些文化带入我们的商场，在将这些特产，这些民俗带进我们
的卖场我们就是成功的。各人觉得做商场就是要做故事，卖
商品也是在卖故事，商品不值钱故事很值钱。这个应该是关
东第一村的精髓所在吧。



弥漫俄式风情的哈尔滨中央大街

哈尔滨别称东方的莫斯科，当然这和老毛子在这里深更多年
有关，中国人崇洋媚外的心态让哈尔滨的中央大街更是异国
风情浓重异常。作为哈尔滨市的核心商圈，中央大街有着它
独到了地理优势与人口优势。整个中央大街被各类商场所覆
盖，中央商场，大商集团，地一大道，酒吧，餐饮，一应俱
全。是一个全方位的综合商圈，这里仅单从本人的娱乐项目
说起。中央大街只有一家娱乐商场，比目鱼游乐中心。整个
游乐中心面积3000多平米。包含淘气堡，小飞机，沙湾等各
色小孩玩具。这里仅仅是我们整体规划的中央公园区。也就
是8岁以下孩子的游乐场。设备设施一般。但是一个全国连锁
的品牌。他们的营销管理理念还是很有借鉴意义。并且已经
与厂家取得联系，可以洽谈合作。在关东古巷有一家拓展训
练，层高有6米左右，规模较大。已经与厂家取得联系，可以
洽谈合作的意向。

在离开哈尔滨的当天晚上我们回到了沈阳中街，没有去几个
地方只是找了几个厂家谈了谈项目。效果还不错。在间隙时
间去了次南塔鞋城。基本以批发为主。来兴城做的意向都不
是很大，但是可以找代理来做，鞋子品类齐全。对于一楼鞋
区的规划很有借鉴意义。

在沈阳主要考察了兴隆大奥莱的娱乐商场，整个商场装修豪
华，但是平效非常低，并且现今只剩下了电影院在苦苦支撑。
电玩城已经搬到了铁西大都会。具体装修风格并不适合我们
商场，一没必要，二是成本太高，投资太大。但是对中央公
园的景观规划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其中黄崖子考察用时半天，整个村子座落于哈尔滨市兰西县
东南郊



。整个村子成哑铃式结构，

由一条中央街道两端分别连接乔家大院和村俗博物馆

。在村子外围有采摘园，供游客采摘。冬季是旅游淡季，进
入立冬以后，所有酒店均已经关闭。村子街道两边均铸成各
类民俗景点，引人入胜。

黄崖子街边民俗雕塑

仿古钱币造型墙体

文革时期东北民俗

70、80年代农村人的生活写照

东北冬季农家人的生活写照

关东古巷座落于哈尔滨市西区，整个古巷分为二层，楼上以
大餐饮为主，生意不是很多，一楼有两个主通道，与正门相
接的通道两边是各类民俗特色小吃，南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主。靠里面不临门口的巷道是一整条街的古式花车。年租
金在2万元左右。

关东古巷整体分布图

关东戏院

拓展训练营，已经与厂家取得了联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

小花车效果，年租金2万

非物质文化遗产



芝麻酥打糕

民俗博物馆展现的东北民俗

大奥莱室内公园装修效果图

大奥莱室内公园装修效果图

大奥莱市内公园效果图。兴隆大奥莱座落于沈阳浑南奥体中
心旁，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室内公园面积3万平米，整体公
园效果壮观。客流较多。

装修效果图

装修效果图

装修效果图

装修效果图

装修效果图

南塔鞋城是沈阳最大的鞋类批发市场。云集了国内众多品牌，
类别齐全。以找代理和批发为主。

哈尔滨导游词

哈尔滨 先进事迹

考察报告

哈尔滨党建工作总结

哈尔滨实习报告


